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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女对老年人“一刻钟”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及需求分析 
马志诚  陈春睿  王晴晴  郑晓彤  薛皓文  刘园园 1* 

（山东石油化工学院生物医药与护理学院） 

摘要：目的  本研究分析子女对老年人接受“一刻钟”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，需求以及配合服务的影响因素，旨在为老年

人提供必要与定制服务。方法  于 2022 年 10 月--2023 年 1 月采用发布调查问卷的方式对 233 名家有老年人的子女进行问卷调查。

结果  显示有 85.84%的子女及老人愿意接受“一刻钟”社区居家养老服务,而且有 72%的子女表示将来自己也会采取居家养老模式，

而在其中,42.49%的子女存在由家庭成员负责照顾老年人的情况。共有 50.21%的子女与兄弟姐妹共同承担老人的赡养费用,有 12.88%

的家庭需要子女自己承担，而且在 25.75%的家庭中，老人的赡养费用需要老人与家庭共同承担。在本次调查中，需要赡养两位及以

上老人的家庭占总数 70.82%，而月收入能达到 3000 元以上的子女仅有 44.64%。在调查中发现，影响子女及老人选择“一刻钟”社

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老人的身体状况（66.09%），老人的心理需要及意愿（69.96%），经济问题（52.79%）以及时间

与精力（48.07%）。结论 子女对老年人接受“一刻钟”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高，需求较为迫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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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，山东省作为人口大省，人

口老龄化正日趋严重，人们对中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的需求也正

日益增加，怎样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并为中老年人提供各种居

家养老服务成为了近年来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[1]。近年来，

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，但由于养老服务的不健

全，养老院规格不达标，人员培训不严格以及受老年人经济能

力等因素影响，导致存在于社区周边能够服务于老年人的配套

基础设施不完善，且社会对于老年人的关注程度较低[2]。本研究

分析了子女对老年人接受“一刻钟”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

及其需求的影响因素，旨在为解决老年人养老难的现状及需求

分析提出依据。因此，对于老年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际意

义。 

1.对象与方法 

1.1 对象 

于 2022 年 10 月--2023 年 1 月采用发布调查问卷的方法，

对山东省的 233 位老年人进行调查，研究纳入标准：（1）有收

入者。（2）家中有老年人并存在养老问题。（3）年龄 18 周岁

以上。（4）意识清楚，无沟通障碍，并取得其知情同意。 

1.2 方法 

1.2.1  调查工具 

在进行查阅大量文献并进行总结的工作后，自行设计调查

问卷并进行线上发放。内容包括:（1）一般资料：性别、年龄、

工作类别、文化水平、老人赡养数量、老人赡养费用承担方式、

收入水平、目前养老方式及其选择原因、老人居住情况以及老

人身体情况。（2）子女对老年人使用“一刻钟”居家养老服务

的意愿及需求：是否满意对家中老人现在的养老方式、当前养

老在存在的主要问题(多选题)、所在的社区提供的医疗服务(多

选题) 、所在的社区提供的日间服务（可多选）、对于老人养老

而言最合适的方式、希望将来自己如何养老、能接受的步行前

往日常生活行为所在地(服务中心)所消耗时间最大限度、  是否

听说和了解“一刻钟”社区居家养老模式、是否会倾向于选择

“一刻钟”式社区养老、“一刻钟”在养老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

用（多选题）、选择“一刻钟&”进行养老，您希望为您或者家

人提供哪些服务以及生活、医疗等附属设施(多选题)、您认为改

善“一刻钟”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的途径有(多选题)、希望居家

养老服务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技能（多选题）、您希望所在社区需

要在哪些方面提高养老服务（多选题）、您认为“一刻钟”养老

费用应该由哪些主体来分担、步行 15 分钟区域内，您认为还需

要补充哪些商业生态？（多选题）、您对于医养结合这种新型养

老模式有什么意见和建议（填空题）。 

1.2.2  调查方法 

调查人员由护理学专业五名大三年级的学生组成。使用统

一的调查用语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，并统一在线上发布调查问

卷。调查在受调查者知情同意、自愿参加的原则下进行。问卷

经调查人员线上发布后发布给受调查者，由受调查者本人进行

线上填写，并由调查人员进行检查并统一进行收回，共回收有

效问卷 233 份。 

1.2.3 统计学处理 

采用问卷星建立数据库,双人录入数据，并对所得数据进行

统计分析。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采用频数、百分比等描述。 

2  结果 

2.1  老人子女一般情况 

233 名子女中，年龄平均为 36.72 周岁；月收入 2577.64 元；

有 195（83.69%）名子女学历层次达到大专及以上；有 165

（70.82%）名子女需要赡养的老人数量达到 2 名及以上；有 158

（67.82%）名子女不与父母居住；163（69.96%）名家庭中老

人身体情况为良好及以上；有 208（89.28%）名子女对目前的

养老方式表示满意，见表一。 

表一  老人子女一般情况 

请问您的性别是？ 数量 构成比例 

男 71 30.47% 

女 162 69.53% 

请问您的年龄是？ 数量 构成比例 

18-39 岁 149 63.95% 

40-59 岁 77 33.05% 

60-79 岁 6 2.5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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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岁以上 1 0.43% 

请问您的文化水平

是？ 
数量 构成比例 

初中及以下 24 10.3% 

高中 14 6.01% 

大专 53 22.75% 

本科及以上 142 60.94% 

您的职务类型是？ 数量 构成比例 

务农 16 6.87% 

个体户 20 8.58% 

无业 20 8.58% 

企业员工 28 12.02% 

公务员、职业单位员

工 
64 27.47% 

其他 85 36.48% 

您需要赡养的老人

数目是？ 
数量 构成比例 

3 个及以上 66 28.33% 

2 个 99 42.49% 

1 个 29 12.45% 

无 39 16.74% 

您的家庭里老人的

赡养费用主要由谁

来承担? 

数量 构成比例 

老人自己承担 23 9.87% 

与兄弟姐妹一起承

担 
117 50.21% 

自己一人承担 30 12.88% 

老人与家庭共同承

担 
60 25.75% 

政府承担/社会救助 3 1.29% 

您的月收入 数量 构成比例 

无固定收入 72 30.9% 

1000 元以下 11 4.72% 

1000-3000 元 46 19.74% 

3000 元以上 104 44.64% 

您现在家里老人的

养老方式是？ 
数量 构成比例 

社区居家养老(居住

在家里,社区提供生

活照料、家政服务、

医疗保健等服务) 

16 6.87% 

家庭养老(主要由家

庭成员、或者由其他

成员在家中照顾老

人) 

188 80.69% 

机构养老(如养老院、

老年公寓等) 
5 2.15% 

乡村养老（树挪死，

人挪活；叶落归根）
24 10.3% 

老人的居住的情况 数量 构成比例 

独自居住 55 23.61% 

夫妻同住 98 42.06% 

与子女或孙辈一起 75 32.19% 

与保姆一起 5 2.15% 

老人的身体状况 数量 构成比例 

特别健康 41 17.6% 

比较健康 122 52.36% 

一般 49 21.03% 

身体不太好 15 6.44% 

身体很差（失智、失

能等） 
6 2.58% 

2.2  老年人子女对使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 

204（87.56%）名子女采用社区居家养老；有 176、159、

141（75.54%、68.24%、60.52%）名子女分别表示子女太忙对

老人缺乏关怀、医疗及经济负担重以及生病时没人及时照顾为

当前养老存在的主要问题；有 123、146、105、100（52.79%、

62.66%、45.06%、42.92%）名子女表示希望能够享受到提供门

诊诊疗服务、定期检查身体、传授保健知识、建立健康档案的

服务，见表二。 

表二 老年人子女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调查表 

您认为当前养老在

存在的主要问题

是？(多选题) 

数量 构成比例 

子女不尽赡养义务 79 33.91% 

子女太忙对老人缺

乏关怀 
176 75.54% 

医疗以及经济负担

重 
159 68.24% 

生病没人及时照顾 141 60.52% 

敬老院床位紧张 53 22.75% 

敬老院工作人员素

质不高 
75 32.19% 

养老院收费太高 88 37.77% 

养老机构各种配套

设施落后 
69 29.61% 

目前，您所在的社区

提供的医疗服务

有？(多选题) 

数量 构成比例 

提供基本门诊诊疗

服务 
123 52.79% 

定期检查身体 146 62.66% 

传授保健知识 105 45.06% 

建立健康档案 100 42.92% 

设立家庭病床 51 21.89% 

其它 26 11.1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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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 30 12.88% 

据您了解，目前您所

在的社区提供的日

间服务具体有哪些：

（可多选） 

数量 构成比例 

钟点工 71 30.47% 

日间照料 75 32.19% 

休闲娱乐 88 37.77% 

健身、保健 104 44.64% 

知识讲座 58 24.89% 

不清楚 86 36.91% 

您认为对于老人养

老而言,最合适的方

式是? 

数量 构成比例 

社区居家养老(居住

在家里,社区提供生

活照料、家政服务、

医疗保健等服务) 

101 43.35% 

家庭养老(主要由家

庭成员、或者由其他

成员在家中照顾老

人) 

99 42.49% 

机构养老(如养老院、

老年公寓等) 
24 10.3% 

乡村养老（树挪死，

人挪活；叶落归根）
9 3.86% 

您希望将来自己如

何养老? 
数量 构成比例 

社区居家养老 100 42.92% 

家庭养老 68 29.18% 

机构养老 41 17.6% 

乡村养老 14 6.01% 

其他 10 4.29% 

您能接受的步行前

往日常生活行为所

在地(服务中心)所消

耗时间最大限度

为？ 

数量 构成比例 

5min 40 17.17% 

10min 86 36.91% 

15min 58 24.89% 

20min 27 11.59% 

更多 22 9.44% 

您认为“一刻钟”在

养老方面可以发挥

哪些作用？ 

数量 构成比例 

推动社区养老设施

配套建设 
157 67.38% 

强化老人公共医疗

服务 
137 58.8% 

有助于整合养老资

源，让托老、护理等

嵌入社区 

147 63.09% 

优化养老服务供给，

改善养老服务市场

供需失衡的状况 

134 57.51% 

让老年人在居住地

周边就能享受到居

家养老服务 

132 56.65% 

让老年人与社会生

活更加契合，提高老

年人的幸福感 

98 42.06% 

其他 14 6.01% 

若您选择“一刻钟&”

进行养老，您希望为

您或者家人提供哪

些服务以及生活、医

疗等附属设施?(多选

题) 

数量 构成比例 

生活照顾:如饮食、洗

衣、代购代办、交通

接送等 

181 77.68% 

精神慰藉:如陪聊、心

理咨询、兴趣爱好等
154 66.09% 

护理服务:如洗漱、助

浴、助厕、药物管理、

康复训练等 

162 69.53% 

医疗服务:如健康体

检、心理评估、打针

吃药、紧急救助等 

161 69.1% 

文体活动:如体育设

施、棋牌室、书报阅

览室等 

132 56.65% 

您认为改善“一刻

钟”养老服务存在的

问题的途径有(多选

题) 

数量 构成比例 

建立专业人员与志

愿者相结合的服务

团队 

169 72.53% 

加大资金投入 146 62.66% 

提供多样化的养老

服务 
157 67.38% 

改善医疗保险和养

老保险体系 
150 64.38% 

其他 44 18.8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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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居家养老服务

人员应具备哪些基

本技能呢？（可多

选） 

数量 构成比例 

家政服务 166 71.24% 

日常生活理财 125 53.65% 

医疗保健指导 172 73.82% 

心理护理（聊天解

闷、心理开导） 
149 63.95% 

其它 23 9.87% 

您希望所在社区需

要在哪些方面提高

养老服务：（可多选）

数量 构成比例 

健全服务设施 179 76.82% 

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176 75.54% 

完善服务项目 166 71.24% 

其它 27 11.59% 

您认为“一刻钟”养

老费用应该由哪些

主体来分担 

数量 构成比例 

以个人缴费为主，财

政补贴和企业分担

为辅助 

42 18.03% 

以财政补贴为主，个

人缴费和企业分担

为辅助 

142 60.94% 

以企业承担为主，个

人缴费和财政补贴

为辅助 

31 13.3% 

完全由财政补贴和

企业分担，个人不缴

费 

18 7.73% 

步行 15 分钟区域内，

您认为还需要补充

哪些商业生态？（多

选题） 

数量 构成比例 

综合超市 167 71.67% 

菜市场 158 67.81% 

早餐店 148 63.52% 

维修点 112 48.07% 

文印店 73 31.33% 

家政服务 119 51.07% 

药店 140 60.09% 

保健养生 125 53.65% 

休闲娱乐 110 47.21% 

3.讨论 

居家养老是以家庭为核心、以社区为依托、以专业化的服

务为依靠，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

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。照料老人的日常生活、为老年人提供配

套医疗服务、日常对老年人的身体提供健康管理以及丰富老年

人的精神生活为其主要服务内容[3]。子女作为家庭中的重要部

分，对老人的养老意愿有重要的影响。根据调查结果显示，老

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意愿在年龄、收入等方面上有都呈显著差异:

子女给予经济支持越多的老人会选择除社区居家养老以外的其

他养老方式；老人文化程度较高、自身收入高社区居家养老的

概率较大。老人与子女关系和谐、年龄越大的老人更倾向于选

择社区居家养老。 

3.1“一刻钟”社区居家养老的知晓度偏低 

在“医养”结合背景下，政府对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宣传

和普及尤为重要。从调差问卷中可以得知，大部分子女对于“一

刻钟”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持有很高的热情与需求，但是却对

这种新型的养老模式了解程度不高，甚至有高达 55%的子女从

未听说过，年纪高的老人更是没有渠道了解[4]。 

3.2 经济收入与传统观念影响社区居家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

一方面大部分普通家庭由于经济收入不高，往往以居家养

老为主，对于这种新型的养老模式不敢轻易尝试，且有很大的

经济压力。另一方面受现代传统“养儿能防老””孝文化“的观

念的影响，大部分居民对于“一刻钟”社区居家养老的社会参

与度不高。 

3.3 政府政策不完善，监管不到位 

尽管山东省已经出台了“一刻钟”服务圈的政策，但是很

多设施和标准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化和规范化，没有深层次的考

虑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。而且这种养老模式的运行成本很

高，如果没有政府的严格监管，市场上很容易出现被利润诱惑

的情况，把重点放在谋取利益上而不是老人的医养方面[5]。所以

需要我们的政府部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建立健全相关监督手

段，严密保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，为老年人的居家养老生活保

驾护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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